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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要 」李防身经五代乱世
,

出仕四朝
,

曾三入翰林
,

两拜宰辅
,

是宋初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
。

其事迹详载于 《宋史 》卷二

六五的 《李防传 》
,

但对其何年中进士语焉不详以致众说纷纭
,

莫衷一是
。

如清人吴任 臣编撰 《十国春秋 》卷七 五《孟宾于传 》主

张后晋天福 中 年一 年
,

同书卷一 八 《李悍传 》又说为后汉乾枯初 年一 劝年
。

张兴武先生认为是后晋开运元

年 年
。

笔者认为李防 中进士时间应为后汉乾枯二年 年 即乙 酉科考为 宜
,

同榜进士者有名 巨王搏
,

李悍
,

及李防好

友邓淘美
、

孟宾于等
。

其二
,

李防对后周 旧主颇有君 臣之义
,

对赵宋王朝有一个较长的接纳过程
,

这也导致他在宋初仕途上颇

受颠簸之苦
。

《宋史
·

李防传 》只笼统的说
“

宋初
,

加中书舍人
。 ”

给人以太祖对李防一直十分重视的错觉
,

应予以辨析
。

【关键词 】李防 事迹 辫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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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防 一
,

生于唐庄宗同光三年
,

字明 第三种 李防中进士 的时间为乾佑初
。

后汉存

远
,

深州饶阳 今河北饶阳县 人
。

身经五代乱世
,

在的时间很短
,

乾佑年号共有三年即 九四八年一

出仕四朝
,

终成显达
,

曾三人翰林
,

两拜宰辅
,

是宋 九五 年
。

乾佑初
,

则元年或二年
。

此时
,

李防二

初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
。

其生平事迹详载于 《宋 十三
、

四岁
,

如 《十 国春秋 》卷一 八 《李挥传 》载有

史 》卷二六五的 《李防传 》
,

但也有少量史实与观点
“

李挥字孟深
,

沛州阳武人
。

乾佑初第进士
,

客游岚

需要补辨
,

以丰富学界对李防的认识
。

州
。

… …端拱元年卒
,

年七十有三
。

浑性躁达
,

善

一
、

李舫中进士时间辨析 谈名理
。

年少时好滑稽
,

及为相
,

颇事持重
。

初
,

与

《宋史 》卷二六五的 《李防传 》对宋初名臣记载 王溥
、

李防同年登第
。 ” 「 `

较为全面
,

唯有对李防中进士 的时间记载较为模 这些都与 《宋史 》卷二六五 《李防传 》的记载未

糊
,

加上后世文献对这一问题记载的不一导致不小 及具体年份有关
,

其记载为
“

汉乾佑
,

举进士
,

为秘

的混乱
,

现归纳李防中进士时间的几种说法 书郎
。 ”

《宋史 》卷二四九 《王溥传 》也不明确
“

王

第一种 李防中进士 的时间为后晋天福年间
,

溥
,

汉乾佑中
,

举进士 甲科
,

为秘书郎
。 ” 「 盯

而且一

即九三六年至九四四年之间
。

按李防出生在唐庄 说是
“

汉乾佑
” ,

一说是
“

汉乾佑中
” ,

似乎更让人觉

宗同光三年即九二五年计算
,

李防中进士 的年龄最 得两人中进士时间的不同
。

长不过二十岁
,

如 《十 国春秋 》卷七五 《孟宾于传 》 其实
,

李防中进士的时间应为汉乾佑二年乙酉

载有
“

孟宾于字国仪
,

连州人
。

少孤力学
,

事母以 科考为宜
,

同榜进士者有名臣王缚
,

李挥
,

及好友邓

孝闻
。

会中朝工部侍郎李若虚来湖南
,

宾于以诗数 询美
、

孟宾于等
,

理由如下

百章命为 《金鳌集 》献之
,

若虚称善
,

誉诸朝
,

由是 先看 《十 国春秋 》
,

其记载有前后抵梧之处
,

卷

声名益振
。

晋天福中
,

登进士第
。

未几
,

以离乱还 七七说李防中进士与孟宾于同年
,

为后晋天福 中
,

乡
。

会文昭王开府
,

辟为零陵从事
,

亦不显用
。

及 登进士第
,

而卷一 八又说李防与李挥
、

王溥同为

恭孝王人金陵
,

宾于 自归南唐
,

授丰城簿
,

迁涂阳 乾佑初
,

考中进士
,

这令读者不知所从
,

其记载的可

令
。

坐默货论死
。

时宋翰林学士李防
,

宾于同年进 靠性令人怀疑
。

后晋天福年间进士与张兴武先生

士也
。 ”

的系年明显与 《李防传 》
、

《王溥传 》所记不符
,

《宋

第二种 认为李防中进士的时间应为后晋开运 史 》所举材料更为翔实
,

应以它提供的基本框架为

元年
,

即九四四年
。

此年
,

李防虚年二十
。

张兴武 依据
,

即后汉乾佑年间是无疑的
。

只是后汉乾佑共

先生 即主此一说
,

他在 《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 》附 有三年
,

由
“

乾佑中
”

与
“

乾佑初
”

可推李防中进士的

录二
“

五代作家综合年表
”

中将邓询美
、

孟宾于
、

李 时间不在乾佑元年就在乾佑二年
。

再看史书对五

防三人登第的时间系于后晋开运元年
,

即公元九四 代宋初名臣王仁裕的记载

四年
。

王仁裕
,

字德辈
,

天水人也
。

… …仁裕与和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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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五代时皆以文章知名
,

又尝知贡举
,

仁裕门生王

溥
,

凝门生范质
,

皆至宰相
,

时称其得人
。 日

王仁裕 累官翰林学士承旨
、

户部尚书
。

乾佑

初知贡举
,

发榜得 士二百一十 四人
,

因题诗 以荣

之
。

已罢为兵部尚书
、

太子少保
。 「

乾佑三年春四月 戊子
,

翰林学士承旨
,

户部

尚书王仁裕罢职
,

守兵部尚书
。 巨

知贡举王仁裕却因发榜后
,

题诗以荣之而获罪

罢为兵部 尚书
,

太子少保
。

此事发生在乾佑三年

三
、

四月 间
,

那么他此次知贡举的时间为后汉乾佑

元年肯定可 以排除
,

很难想象科举发榜后两年有余

才获罪罢职的
。

乾佑二年乙酉科李防与王溥
、

范质

同年考中进士是符合历史真实的
。

《全宋诗 》卷十二

李防小传中虽只说乾佑中进士
,

但在卷十一王溥小

传中则点明为乾佑二年
,

这是适宜的
。

此年科考
,

王溥高中状元
,

作为先生的王仁裕肯定喜不 自胜
,

发榜后
, “

题诗以荣之
”

可能与此有关
。

二
、

李舫对新朝态度辨析

李防身经五代
,

出仕四朝
,

在后汉与 吕端一起

供职弘文馆
,

后改右拾遗
,

集贤殿修撰
。

人周后
,

李

防官位 日隆
。

显德初耀为主客员外郎知制浩
、

集贤

殿直学士
。

显德四年
,

加史馆修撰判馆事
,

后曾知

开封府
,

深得世宗重用
。

显德六年六月癸巳
,

世宗

英年早逝
。

次 日
,

年仅七岁 的恭帝柴宗训继承大

统
,

大赦天下
,

九月壬子 是 日
,

翰林学士
、

尚书屯

田郎中
、

知制浩李防
,

加柱国
,

赐金紫
。

后周殿前都

检点赵匡撤与后汉枢密使郭威通过兵变夺得汉隐

帝政权如出一辙
,

于显德七年春在陈桥骚发动兵

变
,

从七岁 的幼主柴宗训手上夺得帝位
,

重建新

朝
。

深受后周两代帝王厚恩的李防对武人篡政夺

权的态度到底怎样呢 下面两则材料
,

可窥一斑

淮南节度使
、

兼中书令沧人李重进
,

周太祖之

甥也
,

始与上俱事世宗
,

分掌内外兵权
,

而重进以上

英武出己右
,

心常惮焉
。

恭帝嗣位
,

重进出镇扬州
,

领宿卫如故
。

及上受禅
,

命韩令坤代重进为马步军

都指挥使
。

重进请人朝
,

上意未欲与重进相见
,

谓

翰林学士饶阳李防曰
“

善为我辞以拒之
。 ”

防草诏

云
“

君为元首
,

臣作股肚
。

虽在远方
,

还同一体
。

保君臣之分
,

方契永图
,

修朝勤之仪
,

何须此 日
。 , ,

重

进得诏
,

愈不 自安
,

乃招集亡命
,

增啤浚陛
,

阴为叛

背之计
。 「

李相防在周朝
,

知开封府
。

人望已归太祖
,

而防

独不附
。

王师人京
,

防又独不朝
,

贬道州司马
。

防步

行
,

日十数里
,

监者中人问其故
。

曰
“

须侯命尔
。 ”

上

闻之
,

诏乘马
,

乃买驴而去
。

三岁
,

徙延州别驾
,

在延

州为生业以老
。

三岁
,

当徙
,

防不愿内徙
。 口

第一则是太祖赵匡撤篡夺地位后
,

为先稳住淮

南节度使李重进
,

命翰林学士李防为之撰写诏书以

安抚
。

但李防的诏书却让李重进愈不 自安
,

却加快

起兵反叛的步伐
。

凭李防的天资
,

不可能连太祖的

旨意都不能领会
,

只能是李防对新朝尤其是武人篡

权的反感甚至不满
,

这表明他对旧恩的一丝怀恋
。

他 比陶谷之流要正直忠贞的多
。

第二则则更加明

显的看出宋建立之初
,

李防对新朝的态度
,

但毕竟

大势已去
,

一个文臣只能无奈接受新主
,

五代乱世

儒家忠孝礼乐崩坏
,

很难出现以身殉主之事
。

当时

名臣王溥
、

范质等也只能是惊愕
、

无奈
,

继而
“

质等

不知所为
,

王溥 降阶先拜
,

质不得已从之
,

遂称万

岁
。 ” 「

相比之下
,

李防应超过他们
。

有趣的是
,

太

祖尤其是太宗在坐稳江山后
,

当然不希望有人效法

自己
,

相对忠贞之人受到重用
,

而投机之辈则疏而

远之
,

陶谷 自不必说
,

就连宋初名相范质
,

太宗都说

他
“

宰辅中能循规矩
、

慎名器
、

持廉节
,

无出 范 质

右者
,

但欠世宗一死
,

为可惜尔
。 ” 「

而李防的职

位渐高
,

很可能与此有关
。

正因为李防人宋后
,

对新朝颇有
“

敌意
” ,

武人

出身的太祖对他也有意提防
,

不加重用
,

李防人宋

后
,

先贬为道州司 马长达三载
,

继而再贬延州别

驾
。

李 防在延州
“

为生业以老
”

即有养老延州之

念
。

对此陈师道的 《后山撰谈 》与 《宋史
·

李防传 》及

李蠢的记载稍有出人
,

且头绪较多
,

甚为复杂
,

今从

新厘定如下

李防的道州司马之贬应在建隆元年前后
。

三

年后
,

即乾德元年
,

此年夏四月 乙酉
,

权知衡州
。

乾

德二年三月丁丑
,

李防被贬为彰武行军司马
,

对其

中缘由
,

《续资治通鉴长编 》记载道
“

吏部尚书张昭

与翰林学士承旨陶谷同掌选
,

谷诬奏左谏议大夫崔

颂以所亲属给事中李防求东轰令
,

引昭为证
。

上召

昭面质其事
,

昭知其不直
,

于上前免冠
,

抗声言谷同

上
。

上不悦
,

三月 丁丑朔
,

防坐责为彰武行军司马
,

颂为保大行军司马
。

昭遂三上章乞老
,

乙酉
,

以本

官致仕
。 ” 「 `

由其记载
,

李防此次贬滴之因实由陶谷诬告李

防为所亲求东轰令而起
,

太祖虽亲质张昭
,

虽无中

生有
,

但仍然大怒
,

予以贬滴
,

带有较为明显的嫌弃

之义
。

好进之士陶谷对李防素有排斥之心
,

而李防

对此不予计较
,

并赢得时人的尊敬
。

彰武军节度使即知延州 今陕西延安市
, “

中

都督府
,

延州
,

延安郡
,

彰武军节度
。 ” 「

李防忽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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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南方湘桂之地
,

忽而北迁至永兴军延州府
,

可见

其在宋初的颠簸
。

陈师道言被贬为延州别驾
,

而李

蠢说是被贬彰武行军司马
,

其实都是指延州府的佐

官
。

《宋会要辑稿 》职官四八之一
“

宋以诸州府长

史
、

司马
、

别驾为上佐官
。 ” 「 抖

品都是正九品
,

其职

能
,

龚延明说
“

无特许不得签署公事
,

无职事
。 ” 「̀

主要用于安置贬降官
,

三班使臣 奉职
、

殿直 年七

十以上老髦不任事者
,

或选授以摄别驾
,

授纳粟官
,

即灾伤州军纳粟八千石者
。

可见
,

太祖对李防的态

度
,

简直就是让他告老还乡 了
,

而此时李防未满不

惑
。

李防无故被贬
,

心中自有不满之气
, “

上疑之不

释
,

出防为彰武军行军司马
,

居延州为生业以老
。

三岁 当内徙
,

防不愿
” 「 `

可见
,

其当时内心的不

满
。

后得到宰相的举荐
,

开宝二年十一月戊辰
,

太

祖将其召还
,

复拜中书舍人
。

未几
,

人直学士院
。

从此
,

对李防开始重视起来
,

陈师道记载道
“

后二

年
,

宰相荐其可大用
,

召判兵部
。

防五辞
,

行至长

安
,

移疾六十 日
。

中使促之
,

行至洛阳
,

又移疾三十

日
,

而后行
。

既至
,

上劳之
。

防曰
“

臣前 日知事周

而已
,

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
。

上大喜曰
“

宰相不谬

荐人
。 , , 。

《宋史
·

李防传 》只笼统的说
“

宋初
,

加中书舍

人
。 ”

给人以太祖对李防一直十分重视的错觉
,

因

而
,

特意不惜笔墨来详细其委
,

能使对李防太祖朝

的官宦历程有较全面 的认识
。

中书舍人
, “

宋前

期
,

无职事
,

为文官所迁官阶
。

寄禄阶易为通议大

夫
。 ” 「̀

为正四品文官官衔
。

不久
,

迁任给事中
,

随

后二知贡举
,

二人翰林
,

渐次得到重用
。

至太宗朝

更是仕途平顺
,

成为宋初有名的太平宰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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